
摘要

城市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种物质和精神文明形态，是对自

然的认知与适应，是一个适宜人类生活的场所。城市形态是不同历史

阶段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积累，也随着城市的继续发展而

变化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城市处于快速成长的

阶段，因此对城市形态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制定更加

合理的城市发展规划方略，引导城市向可持续的城市形态和结构发

展。就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东部沿海地区和历史较长的城市

研究较多，而对于中部地区和历史较短的新兴城市研究缺乏。

本文选取湖南新兴城市怀化进行研究，以城市用地及空间的拓展

作为切入点，以城市规划现状图、怀化市1：10000地形图、土地利用

现状图、遥感影像图、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为基础，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 9．2)和统计分析软件(SPSS 11．5)，

采用空间形态分析(叠置分析、距离分析、缓冲区分析等)、地统计

分析、等扇分析、文献分析、景观测度及分形理论方法等研究方法，

对怀化城市形态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怀化城市以

东、西南、北方位的扩展为主，城市形态的紧凑度、分维数偏低，形

状指数偏大，主要功能用地地块完整性差，集聚度小且上升缓慢，分

维数低，异质性指数总体变小；其演化轨迹为“据点型"一“散点组

团型”一“团城型”一“枝状放射型"一“T’字型”；地形、水系

等自然地理条件、“山、散、洞”建设思想、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

区域基础交通设施条件的改善、城市规划等因素是其形态演变的主要

因素，并对其演化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城市形态松散、生态空间挤

占严重、城市文化缺失、民族特色没有体现等是怀化城市形态存在的

主要问题。鉴于此，本文以可持续的城市形态为目标，提出南延北拓、

引导城市形态紧凑化，显山露水、促进城市形态生态化，优化路网结

构、提升城市形态宜居性，体现民族与文化特色、增强城市形态文化

性等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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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y,a form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development，is a cognization and adaptation of nature and a place

fit for human life．Urban morphology is an accumulation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of urban development，

changing with the city’S development．China’S present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at a period of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city is in a

fast—growing stage．The reach of the urban morphology’S evolution and

impact factors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more rational 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strategy,guiding the city’S continuable and

structural development．On the current domestic research results，we find

that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cities with a longer history,reverse for the central region and short

history cities．
。

This paper chooses Huaihua，a new central city，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taking urban land use and the expansion of space as a starting

point，basing on the city planning maps，Huaihua City 1：10000

topographic maps，land use maps，remote sensing image map，

socio—economic and other relevant statistical datas and also using many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a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software

(ArcGIS 9．2)，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SPSS 1 1．5)，overlay analysis

distance analysis，buffer analysis，statistical analysis，fans analysis，

literature analysis，landscape Measure analysis，fractal theory and

methods of research methods．By these ways，we can have a more

completed and lasted study to Huaihua city morphology‘S evolution．The

study shows：Huaihua city’S expansional direction mainly to the east

and south，city morphology compact，fractal dimension low,shape

Ⅱ



index excessive，the integrity of the main function block poor,

concentration dimension low and increase slow,the heterogeneity index

changed little；its evolution path is the“base’’_‘‘scatter groups”一

“Mission City"-‘‘branched radiation"一“‘，rt fonts"；the main factors

belong to the natural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s topography,water，

the building idea of"Hill，Powder，Hole”，the regional GDP growth，the

conditional improvement of the regional basis transport facilities，the

urban planning and other factors；the main problems embody in urban

morphology loose，ecological gpace less，urban cultur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hortcoming and SO on．In view of this，the paper aims at a

sustainable urban morphology，advancing the extension toward north and

South，guiding the compaction of urban morphology,displaying the

mountains and water，promoting urban eco-morphology,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wo roads，enhancing livable urban form，reflecting ethn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improving the city’S cultural patterns and SO

on．

Key Words：urban morphology；shape index；Spatial pattern；Hua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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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1．1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选题背景

1 绪论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快速城市化和高速经济发展时期，城市人

口的迅速增加所导致的城市用地的增长，城市空间的扩展以及城市结

构(包括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的重组，正推动着城市形态的快速演

变。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结构的调整亦引起了城市形

态的剧烈变动，从而导致了旧形态的瓦解和新形态的重建Ⅲ。怀化这

个被称为“火车拖来的城市”，铁路的修建带来了城市的发展，但目

前城市的发展又面临着铁路的分隔困扰，这对迎来了国家“西部大开

发"、“中部崛起”和湖南湘西地区开发等战略机遇的怀化来说，加强

城市形态研究迫在眉睫。

1．1．2研究意义

不了解怀化的过去，就无法认识怀化的现在，当然就不可能预测

怀化的未来，“城市的发展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同一时间链上”瞳1。因此，研究怀化城市形态的演变，具有重要的

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它可以从城市形态的角度揭示怀化的

发展历史，这将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怀化的城市发展，并且

找出其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通过对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的

特征、轨迹、存在问题等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怀化城市形态演变

的影响因素，探求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的动力机制，这对目前正在进行

的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和城市总体规划调整都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另外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的问

题与矛盾比较突出，而本文对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的研

究，对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及机理的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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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内外研究动态

{．2。{国外研究

国外关于城市形态的研究历史悠久，各种城市理论对城市形态的

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形成了许多学术流派。根据不同城市形态

理论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城市形态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

法可以分成形态分析、环境行为分析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等三大类
[3】

0

(1)在形态分析方面

OSjoberg，Mumford，Ramussen，Giedion，Bacon，Conzen，Relph，

Kostof、Gordon、Rapoport等从城市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研

究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不在于对具体城市形态的解释，而在于讨

论城市形态形成与引起变化的原因；关注普通“城市环境"，对于创

造和改变城市形态的因素做出了大量的解释；理解和解释广泛的社会

和经济框架及其对城市形态的影响，发现了形态学改变过程的时空影

响。②而以起源于欧洲中部的康泽恩学派为代表的学者们从市镇规划

的角度对城市形态进行分析：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元，建立了

基本的市镇规划体系，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并对旧城保护做出了

实践的贡献。③以Muratori、Maretto、Caniggia、Rossi为代表的

Canniggian学派则关注建筑和开敞空闻的类型划分，解释城市形态

并对未来城市形态的发展提出了建议；而Cullen、Smithson、Rowe

&Koetter、Appleyard、Krier、Tugnutt、Robertson、Sennett等

从文脉的角度着重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进行分析，其目的是

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Davies则提出了形态一

功能关系的分析方法，认为形态的适应性变化可以作为功能变化的衡

量指标，而城市形态的连续性主要取决于发挥功能作用的进程。④丽

March＆Martin、Steadman、Hillier&Hanson、Hillier、Mitchell

等关注城市空间形态的分析：认为城市是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并对

不同尺度下城市布局的几何图形特征及元素闯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解

释，最有影响的是“空间句法"。

(2)在环境行为分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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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hl，Lynch，Whyte，Rapopot，Lozano，Trancik，Canter、Cox，

Jacbos、Newman、Coleman、Appleyard等将社会调查、实地观察、

访谈、“心智地图”等分析方法运用到城市形态研究中，提出应着重

研究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3)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方面

Harvey、Bal l、Beauregard、Knox等认为城市形态应该关注政

治因素、经济因素以及与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中的作用。

此外，Alexander、黑川纪章、丹下健三等运用结构主义理论从

城市结构的角度对城市形态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的探索；Mumford、

McHarg、Harvi l ie、Laurie、Hough等运用生态主义理论从人工环境

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和共生关系对城市形态做出了系统的研究；Rossi、

Krier L，Krier R，Bofill，Gosling＆Maitland，Maurice Culot

等从新理性主义角度研究，认为重点以整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来建立城

市设计的策略；形式主义的城市设计则批评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的漠

视，强调城市形态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人文主义理论强调要重新

建立城市形态和人的感受之间的联系；新古典主义理论则探讨了自由

市场经济的理想竞争状态下配置的最优化和区位均衡H。1刚。

1．2．2国内研究

我国的城市形态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对城

市形态的研究也是围绕个别城市展开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地理

学界就曾经对无锡、成都、重庆、北京、南京等城市进行过具体的城

市地理学研究，其中也涉及一些城市形态的问题，但未见对城市形态

有过专门的研究瞄1。1980年代初，伴随城市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形

态研究开始兴起。1990年代以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经

历了外向的快速扩展和内部结构的频繁重组，大量研究成果相继涌

现，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得到提高和扩展。具体体现在：

(1)对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的过程、特征、动因、问题等进行了

总结性研究，并对城市形态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如武进的《中

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演变》(1990)、胡俊的《中国城市：模式

与演进》(1995)、齐康的《城市环境规划设计与方法》(1997)、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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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空间发展论》(1999)、宛素春的《城市空间形态解析》(2005)、

周春山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2007)融地3等。

(2)从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交i墓、城市职能、城

市结构等多焦度对城市形态展开研究，如李翔宇的《浅议城市生态规

划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方向》(1999)、陈玮的《城市形态与山地地形》

(2001)、陈力的《旧城更新中城市形态的延续与更新》(1997)、王农

的《城市形态与城市文化初探》(1999)、杜春兰的《地区特色与城市

形态研究》(1998)、顾朝林《论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研究方向》(1994)

等、王炎松的《城市历史形态与水环境～湖北省阳新县城市发展变迁

剖析》(2004)、林拓的《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与农民市民化》

(2004)、齐康的《文脉与特色一城市形态的文化特色》(2005)、刘

捷的《城市形态的整合》(2005)、王伟强的《和谐城市的塑造一关于

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政治经济学实证分析》、林忠航的《上海复兴路

历史风貌地区城市形态的保护和更新》(2006)、陈淳的《轨道交通对

广州城市形态的影响研究》(2007)、侯敏的《北京地区交通对城市空

间形态的影响研究》(2007)、朱蓉的《城市记忆与城市形态》(2007)
[n-25】

0

(3)对城市形态研究的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均有较大进步，如

王建国的《城市空间形态的分析方法》(1994)、叶俊等的《分形理论

在城市形态研究中的应用》(2001)、成一农的《中国古代方志在城市

形态研究中的价值》(2001)、林炳耀的《城市空间形态的计量方法及

其评价》(1998)、杨由等的《无锡市形态扩展的空间差异研究》

(2001)、王剑峰等的《城市空闻形态量化分享斤初探》(2004)、李涯

的《基于句法分析的城市空间形态定量研究》(2003)及《城市空间

形态的分维数及应用》(2005)、陈彦光等的《城市边界维数与常用空

间测度的关系》(2006)、储金龙的《城市空间形态定量分析研究》

(2007)、王望的《城市形态拓扑研究的另一个视角一元胞自动机及多

主体仿真模型》(2007)汹坞副。

(4)对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上的城市形态研究逐步加强，

如韩晶的《城市地段空间生长机制研究一南京鼓楼地段的形态分析》、

(1998)王冬的《不该消失的街区一昆明城市核心区街道与建筑空间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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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解析》(1999)、相秉军的《苏州古城传统街巷及整体空间形态分析》

(2000)、王正等的《格网一城市区段空间形态设计的一种方法》

(2003)、侯寰宇等的《城市中央商务区(CBD)空间形态浅析》(2003)、

郐艳丽的《东北地区城市空间形态研究》(2006)、杨滔的《空间句法：

从图论的角度看中微观城市形态》(2006)口纠引。

表卜1 我国城市形态实证研究情况表

(5)对某个城市形态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其中对东部沿海发达

区域研究较多，西部地区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而中部地区研究较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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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见表1)[22-46]。

．1。3研究内容、技术路线与方法

本文以城市用地及空间的拓展作为切入点，以城市规划现状图、

怀化市l：10000地形图、土地利用现状图、遥感影像图、社会经济统

计数据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为基础，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

9。2)和统计分析软件(SPSS 11．5)，采用叠置分析、距离分析、缓冲

区分析等空间形态分析、地统计分析、等扇分析、文献分析、景观测

度及分形理论方法等研究方法，对怀化城市形态的演变进行较完整的

动态研究，着力发现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的轨迹、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找出城市形态演变的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怀化未来

城市形态的发展提出建议。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及方法如图1-1：

本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研究怀化城市形态：

(1)研究区域概况。首先对研究区域的位置、范围及历史沿革

进行简要说明，然后介绍城市发展历程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2)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特征。首先将收集到的城市规划现状图、

土地利用现状图、l：10000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根据一定的标准进

行矢量化和配准，然后运用ArcGIS9．2软件的空间分析方法、分形理

论方法、景观分析和文献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利用紧凑度、分维度、

形状指数等指标测度怀化外部城市形态演变特征，对工业用地、居住

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等城市内部用地结构与形态特征进行分析。

(3)怀化城市形态演化轨迹及影响因素分析。在对怀化城市形

态演化轨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分别从城市历史、类型学、场所和人

的认知情感等角度，运用系统论的思想结合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

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来剖析影响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的内在因素，探

求影响怀化城市形态的动力机制。

(4)结论、建议与展望。在对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特征、轨迹及

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的动力机制，

针对目前怀化城市形态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以可持续的城市形态为目

标，对怀化未来城市形态的发展提出建议，并对下一步研究做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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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历次城市规划现状图、

历次城市规划规划图

数据解译与空间信息提取

·城市建成区边界

·主要用地地块边界

·城市网络(交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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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强度与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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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与异质性

城市外部形态演变分析

·紧凑度

·分维度

·形状指数

影响因素分析

演化轨迹总结

自然地理条件

政治历史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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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图1-1研究技术路线及方法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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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态演变特征分析=城市形态演化轨迹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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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研究的理论基础

1。4．1城市形态的概念

“形态”一词来源于希腊语Morphe(形)和Logos(逻辑)，意指形

式的构成逻辑：“形态学"(Morphology)的研究最早源于生物学，它

是生物学中关于生物体结构特征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生物体在

自然进化过程中所表现的某种形式状态口71。城市形态学，则是随着城

市研究的深入和各学科的交叉，地理学派和人文学派对“形态学"的

引用而成为研究城市的重要方法嘲。其目的旨在将城市视为一有机体

加以观察和研究，以了解城市的生长机制，建立一套对城市发展分析

的理论汹3。在研究内容上，“逻辑”的内涵属性与“表现”的外延共

同构成了城市形态研究的整体观H7l，所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

形态变迁，城市内部地域结构与城市外部空间形态这两对关系的研究

应是城市形态研究的重点。关于城市形态的概念，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城市形态是指城市实体所表现出来的

具体的空闻物质形态H9I。焉广义的城市形态不仅仅是指城市各物质组

成部分有形的表现，也不只是指城市用地在空间上呈现的几何形状，

而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和社会过程，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

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人类各种活动与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综

合结果强1：是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去认识、感知并反映城市整体的意象

总体拍瞒列。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城市各有形要素的空间布置方式、城

市社会精神面貌和城市文化特色、社会分层现象和社区地理分布特征

以及居民对城市环境外界部分现实的个人心理反映和对城市的认知
￡5】
o

1．4．2研究的相关理论

1．4．2．1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理论是研究自组织现象、规律的学说的一种集合，不是～

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学科群，包括：普里戈金等创立的“耗

散结构”理论、哈肯等创立的“协同学"理论、托姆创立的“突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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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理论、艾根等创立的“超循环”理论，以及曼德布罗特创立的分

形理论和以洛伦兹为代表的科学家创立的“混沌"理论。其前期理论

还可以包括朗道的相变理论和计算机理论研究中的自动机理论晒引。

(1)自组织的概念

自组织理论的每个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自组织”的概念都给予

界定，其中“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给“白组织"的定义具有较强的

普适性，并在自组织学界获得了公认，他认为：“如果系统在获得空

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扰，则系统是

自组织的。"与自组织相反的概念是它组织，是指那些在特定外部条

件作用干预下获得有序结构的过程阳1。

(2)自组织与城市形态演化动力的关系

城市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作为一种“非农业人口为主体的，人口、经济、政治、文化高度聚集

的社会物质系统"，城市有其自身的本质和特征，有其自身的成长机

制和运行规律。在城市形态的演化中，有一种无形的自然力量起着支

配、控制作用，他的自我组织、自发运动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瞄制。

1．4．2．2系统科学理论

系统是具有特定功能的、相互间具有有机联系的许多要素所构成

的一个整体。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L．V．贝塔朗菲把系统定义为“相

互作用的诸要素的综合体”嘶1。系统科学理论包括一般系统论、信

息论、控制论、突变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一系列新型理论

和方法的综合理论体系瞄引。城市形态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其

研究思维方式建立在城市这个开放大系统的认识上，离不开一般的系

统理论，其中主要影响城市形态演变特征研究的系统理论有：

(1)一般系统论

一般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一些要素一系统的组成部分结合而成

的，这些组成部分可以是元件、零件、个体，也可能是子系统；系统

是由各个组成部分按一定方式结合而成的；任何系统都有特定的功

能，特别是人制造或改造的系统，总有一定的目的性陌7J。运用系统论

的思想，对城市形态演变特征的影响因素系统进行分析，并对各子系

统的结合方式进行探讨，可以找出城市形态演变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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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同学

协同学把一切研究对象看成“由组员、部分或者子系统构成的"

系统。这些子系统彼此通过物质、能量或信息交换等方式相互作用。

通过子系统之间的这种作用，整个系统将形成一种整体效应或者一种

新型的结构。城市形态演变特征的影响因素可以看成是由很多个子系

统组成的复杂开放系统，运用协同学原理来研究城市形态演变特征的

影响因素，可以找出城市形态演变特征影响因素各子系统的相互关

系。

1．4．2．3可持续发展理论

(1)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1992年世界环境与

发展大会最终通过《里约热内卢宣言》等三个标志性文件，可持续发

展在各国取得合法性。可持续发展即既满足当代入发展的需求，而又

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是人类发展

观的一大进步，它赋予发展以新的内涵；发展不仅仅指经济的发展，

同时还包括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只求当代人的发展，还要

考虑到后代人的发展，不仅指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而是全人类

的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核心即为研究PRED系统。PRED系统

是入口(Population)、资源(Resource)、环境(Environment)和发展

(Development)四大要素耦合而成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人口与社会

经济发展为系统一端，自然资源和环境为另～端，双方之间以及各自

内部存在着多种直接和间接的反馈作用并相互交织在～起。所谓PRED

协调发展就是区域PRED系统中诸要素和谐的、合理的、使总效益最

佳的发展。具体包括：在囱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经济获

得最大限度的发展；入口规模及增长率维持在经济、资源和环境的承

载能力之内；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人的一切活动对环境的负影

响应在环境承载力之内等璐引。

(2)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形态模式的关系

没有理想城市形态的指引，是产生当今城市种种问题(如交通拥

挤、环境恶化、种族冲突激化的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索理想的

城市形态，解决建成区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发展所存在的矛盾，～直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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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城市形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百年来，学者们从技术、生态、有

机生长等角度对理想城市形态进行了不懈探索，产生了多种思想与学

说，大致可分为集中论和分散论两种类型H7。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城

市形态便于步行、非机动车通行及建立公共交通的形态和规模，并具

有一定程度的紧凑性以便于人们之间的社会性互动。紧凑城市、生态

城市、多中心城市等是可持续城市形态模式的有力探索。

1．5资料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数据和图件资料主要来源于：1949—2007年《怀化市统计

年鉴》、1990-2007年《湖南省统计年鉴》、《怀化市志(1994)》、《怀

化市城乡建设志(1992)》、《怀化市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怀

化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怀化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7-2020)}、湖南省城镇地图册(1986、1998、2002)等。

p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型
E．一二j，_一+ -．：．‘’，t二⋯·；

一j U葶 + ：．：^叠=～9 -：

习

图1-2 ArcGIS环境下空间数据库示意图

对收集到的图形资料(包括纸质资料和CAD格式)统一转换成

CAD格式，再在ArcGIS9．2里进行配准，提取各类行政边界、各时期

用地边界、建成区边界，并对各时期城市土地利用按照建设部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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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颁布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进行分类。然后将各

种图形信息建立相应的属性数据，构建数据库(图1-2)。

2．．f位置与范围

2研究区域概况

怀化位于湖南省透南部(北纬27甘16 7—27。28 7，东经109

。45 7～110。29 7)，沅水中上游。地处武陵、雪峰两大山脉之间的

沅麻盆地，沅水穿城而过。怀化市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结合部的重要门

户和咽喉城市，自古就有“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称，而今，湘

黔、枝柳和渝怀铁路呈“大"字交汇于此，包茂、上昆高速公路也呈

“十”字在此交汇，怀化芷江机场也成功复航，怀化已经成为中国大

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具有联东引西、贯通南北，成渝地区出海

通道的区位特征哺朝。

2．2历史沿革

怀化地区从西汉设立武陵郡沅陵县、镡成县、辰阳县和无阳县至

今有2000多年历史，历来是周边地区的交通门户城市。

元朝，怀化是北通中兴路(江陵)、南通柳州、东达衡阳和长沙，

西到贵州和云南的交通中心。明朝，怀化是由元州(芷江)到昆明的

驿道上非常重要的驿站。清初，怀化地区是湘桂黔三省的交通要冲和

物资集散地。抗日战争期间，怀化(芷江)地区易守难攻，是国民党

正蟊战场的前线阵地，是恩施一芷江一桂林的中枢母1942年，民国

政府将芷江、辰溪和黔阳3县边缘的13含乡划出来，建立怀化县，

县治设在怀化驿(今泸阳)。

解放后，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怀化是枝柳线和湘黔线交汇点，

新中国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1975年，黔阳地区党政机关迁至怀化，

1979年建立怀化市(县级市)，1997年国务院批准怀化行署改为怀化

市(地级市)锄。

。上海离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怀他枣城市总体撬划≤2007-20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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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城市发展历程

怀化市号称“火车拖来的城市”。怀化市的前身为怀化县城一榆树

湾镇。1949年，城区面积不足lkm2，居民不足4000人。1960年，城

区人口增加至1．23万人，后因城镇居民下放，至1969年，城区居民

下降至7757人。1970年开始修建湘黔、枝柳铁路，在怀化设立交汇

枢纽站，1973年，怀化铁路分局成立，城区人口开始大量增加。至

1975年，怀化地区地直机关陆续由安江搬迁到怀化，城区面积扩展

到7平方公里。1979年，国务院批准怀化设建制市(县级)，并保留

怀化县建制。怀化市辖区面积138 km2，城市人口达到6万，郊区人

口为2．1万。1983年3月，国务院批准撤销怀化县，并入怀化市，

怀化市辖区面积扩大到2187 km2，城区人口达到8万，城市建成区达

到12．5 km2。到1990年，怀化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18．0 km2，人口

达15万人，1997年11月，国务院又批准怀化地改市，设立地级怀

化市。市区为鹤城区，设有城中、城北、迎丰、红星、坨院5个办事

处和湖天、河西了两个经济开发区，2007年，怀化建成区面积达32．28

km2，在城中、城北、迎丰、红星、坨院5个办事处的基础上增加了

城东新区，而将原来的湖天、河西两个经济开发区合并为怀化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④。

2．4社会经济发展

火车拖来了城市，也带来了怀化市经济的大发展，地区生产总值

保持快速增长，特别是1995-2007年，地区生产总值从137．28亿元

增加到414．91亿元，年平均递增9．66％。城市人口由1949年的3．6

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50万人，增长了10多倍，其中市区人口从4000

人增长到32万人，经历3次跨越式发展。城市工业也从无到有，已

形成医药、化工、电力、林产、食品为主的工业体系。城市中第三产

业更是异军突起，各类市场、旅馆业、餐饮业、服务业蓬勃发展，2007

年产值为178．88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9．O％。城市综合经

济实力不断增强，2007年在湖南省14个地州市中位于第1l位④。

。湖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怀化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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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怀化城市形态的演变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3．1城市用地时空扩展特征

3．1。1城市扩展的时间特征

3．1．1。1数量与速度的阶段性差异

表3-1 1949-2007年怀化城市建设用地增长与扩展速度统计表

根据历史文献和历次城市规划资料得到各时期怀化城市建设用

地面积汹3，计算出各时段年均增长面积和扩展速度(表3-1、图3-1、

图3—2)，依据城市用地年均增长量可将怀化市建成区扩展划分成三

个阶段：1949-1969年为缓慢扩展期、1970-1983年快速扩展期、

1984—2007年为稳步扩展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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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949-2007年怀化市建成区面积增长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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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怀化市各时段城市用地扩展速度曲线图

(1)缓慢扩展时期(1949-1969)

这一时期，是怀化城市缓慢发展和收缩调整时期。建成区面积由

建国初的不足1平方公里增长到1960年的1．23平方公里，年均增长

0．69平方公里，年均扩展速度为7．10％，处于缓慢的自然增长时期。

而1960-1969年间，由于国民经济调整，加上1959-1961年的三年自

然灾害，以及城镇居民的下放，建成区面积从1960年的1．23平方公

里微增到1969年的1．79平方公里，年均增加0．06平方公里，年均

扩展速度下降至4．26％，城市建设用地缓慢增长。

(2)快速扩展时期(1970—1983)

这一时期怀化城市建设用地进入快速扩张时期。其中1970—1975

年间，城市建设用地从1969年底的1．79平方公里猛增到1975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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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平方公里，年均增加建成区面积1．06平方公里，年均扩展速度陡

升到25．05％。1976-1983年间，建成区面积从1975年底的7．∞平方

公里增长到1983年的王2。50平方公里，年均增加0。69平方公里，年

均扩展速度有所降低，为7。52％。

1970年开始修建湘黔、枝柳铁路，在怀化设立交汇枢纽站，带

来了大量铁路人口，1975年怀化地区地直机关陆续由安江搬迁到怀

化，怀化成为了地区的政治中心，从而促进了怀化的经济发展和高速

城市化，使得城市沿铁路、舞水呈现轴状延伸；其次，1980年，三

易其稿的怀化市城市总体规划终于得到了上级政府的批准，按照“我

国西南重要交通枢纽、怀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轻工、农

副产品加工业为主的新兴中等城市∥的城市定位发展，城区在迸一步

向外拓展的同时，在坨院和鸭嘴岩两地发展了工业布局点拳

(3)稳步扩展时期(1984-2007)

这一时期，为怀化城市用地扩展稳步扩展时期。其中1984—1990

年间，城市建设用地从1983年底的12．50平方公里增长到1990年的

18．oo平方公里，年均增加0．79平方公里，年均扩展速度为5．2505。

1991-1999年闻，城市建设用地从1990底的18．00平方公里增长到

1999年的2S．23平方公里，年均增加O．80平方公里，年均扩展速度

为3．82％。2000-2007年间，城市建设用地从1999年底的25．23平方

公里增长到2007年的32．28平方公里，年均增加0．88平方公里，年

均扩展速度为3．1305。

1984年以来，怀化城市发展进入快速城市化和高速经济发展时

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国家的铁路交通枢纽和湘、鄂、

渝、黔、桂五省边界地区物质集散地”战略后，城市先后在城南和城

西成立湖天开发区和河西新区，到1999年底，湖天开发区己建设用

地为2平方公里，河西新区已建设用地为0．4平方公里。

进入2l世纪以来，怀讫市经济进入快速、稳步发展时期，在国

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调整、“鹾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湖南湘谣

地区开发等战略的影响下，城市发展呈现快速扩展趋势。为解决老城

区的人口、交通压力，调整城市功能布局，在城市东部布置了城东新

区，城市迅速向东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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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扩展强度的时间差异

根据历次城市规划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其他相关资料，在ArcGIS

环境下，获取各年份的用地扩展数据，利用ArcGIS的叠置(overlay)

分析功能，得到各时段城市用地的扩展面积，计算得出各时段的扩展

强度指数表(表3-2)和各时段总体扩展强度比较图(图3-3)。总体

来看，1949—1969年间为低速扩展阶段，扩展强度指数为0．0079，这

与当时交通小镇的自然发展是一致的；1970-1983年间为快速扩展阶

段，扩展强度指数急剧上升，迅速提高到0．1186，这号怀化铁路交

通枢纽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密切相关；1984以后，

城市扩展仍然较快，但比前一时期有所降低，扩展强度指数为0．1129。

表3—2 1949-2007年间城市用地增长与扩展强度统计表

时间 建訾积 时间段裂嚣扩展强度指数 扩展类型

1949

1960

1969

1973

1975

1983

1990

1999

2007

0．54

1．23

1．79

4．58

7．00

12．50

18．00

25．23

32．28

1949-1960

1961-1969

1970-1973

1974-1975

1976-1983

1984-1990

1991-1999

2000-2007

O．06

O．06

O．70

1．2l

O．69

O．79

O．80

0．88

0．0079

0．0085

0．0957

0．1660

0．0943

0．1078

0．1102

0．1209

低速扩展

低速扩展

中速扩展

快速扩展

中速扩展

快速扩展

快速扩展

快速扩展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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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怀化市各阶段总体扩展强度比较

3．1．2城市扩展的空间特征

3．1。2．1扩展的总体历程

怀化市城区前身为怀化县城榆树湾镇，1949年仅是一个人口不

足4000人，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镇，至1969年，才修建了人民

路、舞水路、沿河路等几条街道，城镇人口为7757人，面积为1．79

平方公里。1970年开始修建湘黔、枝柳铁路，交汇于怀化县城，随

着1973年两条铁路的建设和通车，怀化成为了湖南省西南的交通中

心，城市建设迎来了大发展，首先建设了湖天桥仓库区，城区面积迅

速扩展到4．58平方公里。1975年黔阳地直机关由安江迁往怀化，建

设了迎丰行政区，随后怀化铁路分局成立，建设了铁北区，城区面积

扩展到7平方公里。1979年，怀化撤县建市，而且随着国家改革开

放和对城市认识水平的提高，城市建设步入正轨，锋对“山、散、洞’’

思想对城市建设的影响，提出“对内对外，填空补齐，紧凑发展，努

力配套’’的原则，按照获批的城市总体规划，向“一片两点’’发展，

修建了迎丰路、红星路、人民路豹子湾水厂、舞水大桥等大量基础设

施，城区面积扩展到1983的12．5平方公里和1990年的18平方公里。

1990年对1980年版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了修改，提出由原来的“一

片弱点’’向“一体两翼"发展，设立了湖天开发区和河西新区，修建

了舞阳大道、湖天大道、迎丰东路、锦西南路、正清路等，城区迅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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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西两翼扩展，到1999年，城区扩展到25．23平方公里。进入新

世纪后，又对1990版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改，提出“东进西展”，

并对大学城给予很高的期望，在坨院设了城东新区，建设了怀化学院

东校区、火车东站、区政府新址、金海路、卢林路、船林路等，2007

年城区面积为32．28平方公里。其总体扩展历程如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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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怀化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图

3．1．2．2扩展的各向异性

城市扩展的各向异性可以通过各方位的面积增长、扩展速度和扩

展强度的差异来进行揭示。扩展的空间差异分析，同样存在横向比较

(扩展的同期各向异性)和纵向比较(某方位历史时期强度差异)两

个方面阻3。为了揭示怀化城市用地空间扩展方向与规模的差异，本文

采用等扇分析法，采用16位分配法。具体步骤如下：以湘黔、枝柳

铁路交汇点为中心，以9．2千米为半径(使之能够包含所有的建成

区)，以北偏东11．25。为起点，将研究区域划分成16个夹角与面积

相等的扇形区域(图3—5)，并与各时期城市用地现状图进行空间叠

加分析，利用ArcGIS9．2软件中的“Spat ial Analyst／Zonal



硕士学位论文

Stat i st ics"命令统计得到各年份、各扇区城市建成区面积，最后分

析不同时段各扇区的扩展规模和扩展强度，并用雷达图分别予以表

现，因而能够直观的判断出各时期各扇区用地扩展强度的差异，分清

各时期扩展的主导方向的变化。

图3—5扇区划分图

统计各时段、各扇区扩展强度指数并以雷达图的形式表现(图

3—6)，可以直观地发现各时期各方位的扩展差异(表3—3、表3—4)

以及该时段扩展的主导方向。采用自然断裂分级法，对各时段、各扇

区的扩展强度进行空间聚类分析，最终可以将各时段扩展强度划分成

5个扩展类型：高速扩展类型、快速扩展类型、中速扩展类型、低速

扩展类型和滞后扩展类型(表3-5)。扩展强度类型相同或接近的方

位共同构成了城市主导扩展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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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1949—2007年各阶段不同方位用地扩展强度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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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0。0232 0。0794 0。0399 0。0149 0．1640

N 0．0000 0．1147 0．2431 0．1169 0．5425

NE 0．0000 0．0001 0．0002 0．0342 0．0178

NEE 0．0000 0．0000 0．0000 0．01 10 0．0453

NNE 0。0001 0．0001 0．0029 0。0048 0．1402

NNW 0．0000 0．0000 0．0052 0．0481 0．0856

NW 0．0171 0．0031 0．0187 0．0398 0．0275

嬲隧0．0353 0。0042 0。0040 0．0331 0．0398

S 0．0300 0．0000 0．0387 0．0247 0．0318

SE 0．0191 0．0411 0．0328 0．0021 0．0880

SEE 0．0247 0．0323 0．0233 0．0104 0．0503

SSE 0。0088 0．0060 0．0728 0．0578 0．0257

SSW 0．1423 0．1173 0．0686 0．1752 0．1029

SW 0．0514 0．0439 0．0650 0．0094 0．1866

S瓣0．0393 0．0367 0．0391 0．2039 0．0191

W 0．0317 0．0115 0。0405 0．0193 0．0492

可以看出，怀化市城市扩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73年以前，各

方位扩展强度总体上比较低，呈现扩展翼缓慢扩展态势：1974-1983

年，扩展强度猛增，呈现出高强度高速扩展趋势；1984年以来扩展

强度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快速增长趋势。研究期内怀化城市扩展模式

可概括为1949—1969年的扩展翼缓慢扩展、1970-1983年的圈层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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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段
高速扩展 快速扩展 中速扩展 低速扩展 滞后扩展

型 型 型 型 型

1949-1973 扩展翼缓慢扩展 SSW-SW-SWW W—NwW 扩展翼缓慢扩展

1974-1983 圈层渐进扩展

1984-1992 圈层渐进扩展

1993-1999 扩展翼主导扩展

2000-2007 扇形快速扩展

1 949-2007

E-NEE—SE

SW——SSW

SSW—SW—S

SSE-SE-SEE——E

SSW——S——SSE

NW——NNW—·W

E-NEE——NNE

SW——SSW——W

N聊卜W

SSE-SEE

W—S1W

NNE-N——NNW

SWW-NWW

NEE—NE

NW—NNW—N

SE-SEE-S

E-NEE—SEE SSW-S、N—NNW

圈层渐进扩展

扩展翼快速扩展

3．2城市外部形态演变特征

3．2．1紧凑度

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形态几乎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紧凑到比较松

散，再到更为紧凑的过程，即城市形态的紧凑度是随着时间的周期性

扩展而变化的∞1。当城市处于迅速扩展的发展阶段，紧凑度下降；当

城市转为内部填充、改造发展阶段时，紧凑度上升。城市的周期性扩

展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密切相关，因此探索城市形态的紧凑度变



硕士学链论文

化，可以发现城市扩展的周期性。

阉3—7 1949—2007年怀纯城市用地紧凑度变化

城市紧凑度的计算方法有多种，本文采用Batty2001年提出的紧

凑度计算公式进行计算跚，，

BCI=2瓶fP
式中，BCI为城市用地的紧凑度，A为城市建成区面积，P为城

市轮廓周长。

结果如图3—7，可以看出，怀化城市建成区的紧凑度指数比较低

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49年，由于城市规模很小，紧凑度相对较

高；1949—1973年间，紧凑度指数急剧下降；1973-1983年间，紧凑

度指数有所上升，之后一直下降。

紧凑度的变化与城市空闻扩展模式密切相关。1973年以前，怀

化一直是个交通小镇，城市建设相对集中，紧凑度较高。其后，由于

湘黔、枝柳聪条铁路修建并交汇于此，在怀化组建了国家一级编组站，

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动力，城区迅速由舞水河向火车站方向扩展，城

市形态发生突变，城市呈现组团状发展，紧凑度有所上升。1983年

后，按照获批的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迅速向东、向南方向扩展，并且

在坨院和鸭嘴岩嚣处发展起来两个工业基地，紧凑度又开始下降。20

世纪90年代，在城区的南、聪和东面分别设立了湖天开发区、河西

新区和城东新区等开发区，开发区的建设导致城市紧凑度进～步下

降。进入2l世纪后，为了解决老城区的人口、交通压力，调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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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布局，在城东新区的基础上，建设了怀化学院东校区、火车东站、

区政府新址等，使城市骨架进一步向东拉开，紧凑度进一步下降。

3．2．2分维数

关于城市形态的数学描述，有许多计量方法∞¨。传统的方法多以

欧式几何为基础，分形理论产生后，人们便想到了借助分维描述城市

形态及其空间结构阳纠。综合目前研究城市土地利用的分形方法，主要

有4种类型：一是从城市土地职能与结构的视角，考虑各类用地的不

规则性，用几何测度关系(边界维数)计算分维；二是从城市生长的

视角，考虑城市从重心向外围扩展的趋势，采用回转半径法(半径系

数)测算分维；三是从城市空间结构的角度，考虑城市土地利用的总

体布局，采用网格计数法(计盒维数)测算分维；四是利用信息维数

测度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均衡性，信息维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网格

维数∞副。

分维数D是描述分形体的重要参数。在某种意义上，D反映了图

形(或系统)对于空间的填充能力和图形边界不规则的复杂程度H3。

D值在1-2之间，D值越大表示图形形状越复杂，当D<I．5时，说明

图形趋向于简单；当D=I．5时，表示图形处于布朗随即运动状态，越

接近该值，稳定性越差；当D>I．5时，则图形更为复杂。对于城市空

间形态而言，在假定城市面积随时间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如果城市空

间形态不规则的程度增加，则说明在这一时期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加

是以外部扩展为主；如果城市空间形态的不规则程度下降，则说明城

市建成区面积的增加是以建成区边缘间的填充为主；如果城市空间形

态的不规则程度不变，则说明城市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制。

本文利用1949、1973、1983、1992、1999和2007年6个年份的

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在ArcGIS9．2里提取各时期建成区的斑块面积

和周长，根据傅伯杰对其的定义∞51：

P=K(“啦)

对于单个正方形斑块，常数K=4，则

P=4(A眇)

D=219(P／4)／lg(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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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表示分维数，P表示斑块周长，A表示斑块面积。

进行计算，得出1949—2007年怀化城市用地形状分维数变化(图

3-8)。

可以看出1949—2007年间，怀化城市用地形态分维数维持在

I．3-1．4之间，说明城市形态的稳定性较差。其中，1949-1973年城

市整体用地分维数下降，表明城市空间扩展外向型明显，1974-1983

年闻分维数急剧下降，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空间扩展主要是外向型技状

伸展，1984～1999年闻分维数有所上升，表明城市空间扩展在前一段

时间外向型扩展的基础上开始转向内部填充，2000-2007年，分维数

在前一时段的基础上有所下降，表明这～时期内向填充和外向扩展两

种模式并存。

图3—8怀纯城市瘸地形状分维数变纯

3．2．3形状指数

虽然存在很多测度形状的方法，但是Boyce-Clark形状指数方法

更能反映形状的一般特征‘渊引。Boyce-Clark形状指数是1964年

Boyce和Clark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将研究对象的形状与标准圆形

形状进行比较，得出一个相对指数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sBC=鼢骞r／，x100一lO靠O{
式中，SBC为Boyce-Clark形状指数，n为具有等角差的辐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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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数量，r；为从某个时期建成区图形的优势点到该时期建成区包络

线的半径长度。

图3—9怀化市1949—2007年形状指数变化

本文以各时期城市建成区几何形心为优势点，n取16，相邻半径

的夹角则为11．25度，计算出怀化城市形状指数(图3—9)，探索怀

化城市外部形状的变化，发现怀化城市形状指数在35-170之间，总

体上呈下降趋势，说明城市形状有一定的“趋圆性’’。1949-1973年

间，城市由沿河发展迅速向铁路与河流围合的区域轴向扩展，城市形

状指数迅速下降。1984-1999年间，城市在扩展翼扩展和翼间填充同

时进行，但翼间填充占主导，故形状指数缓慢下降。1999年以后，

考虑对老城区交通、人口的疏散，开发城东新区，城市迅速向东轴向

扩展，单轴问填充也同时存在，形状指数基本稳定。城市形状指数的

变化充分说明了其与城市扩展模式的关联性。

3．3城市内部形态演变特征

3．3．1主要功能用地的空间结构及演化

3．3．1．1功能用地的结构演化

城市用地结构反映了城市内部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表现为

城市功能空间的不同组合关系和构成格局，而且也表现为时间上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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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过程H1。

表3-7反映了1973年以来怀化城市功能用地的面积增长和构成

关系的变化。自1973年以来，怀化城市范围迅速扩展，建成区面积

从1973年的4。58平方公里猛增到2007年的32．28乎方公里，增长

了7．05倍。从用地结构来看，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

在城市用地构成中占据了较高的比例，三者比例之和分别达到78．85％

(1973年)、77．31％(1983年)、73．84％(1992年)、65．1 l％(1999

年)和50。3096(2007年)。三种城市用地中，公共设旋用地一直占较

大的比重，居住用地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而工业用地比例呈先增后

降的趋势。

表3-7 1973-2007年间主要用地面积及构成比例

城市不同类型用地的扩展速度和扩展强度可以反映不同时期城

市扩展的主要动力(表3-8)。

表3-8 1973-2007年闻主要用地扩展速度与扩展强度比较

注：以怀纯事行政区潮面积《728。80kin2)为标准纯系数。

1973-1983年问，以工业用地扩展速度最快，为0．176％，其次为

居住用地，而公共设施用地扩展速度低于城市总体扩展速度；扩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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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数均较低，说明城市三种主要功能用地扩展相对均衡，其中公共

设施用地和居住用地较高，都为0．021，两者合计达到57．1470，成为

这一时期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动力。1983—1992年间，工业用地居住

用地扩展速度都慢于城市平均水平，但是公共设施用地扩展速度却超

过城市平均水平，且扩展强度明显提高，达到0．049，成为这一时期

城市用地扩展的主要动力。1992—1999年间，三大类主要功能用地扩

展速度都慢于城市平均水平，但公共设施的扩展强度是最高的，仍然

是城市用地扩展的主要动力。1999—2007年间，居住用地扩展速度明

显超过其他两类用地，且远超过了城市平均水平，扩展强度也接近城

市平均水平，贡献率为80．9％，成为这个时期城市扩展的主要力量。

3．3．1．2功能用地的空间分异

图3-10圈层分析环形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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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用1973年、1983年、1992年、1999年和2007年等5个

年份的基础数据，借用环形系统分析方法，以湘黔、枝柳铁路交汇点

为中心，以0。5千米为间隔，遥过ArcGIS9。2软件生成可以覆盖整个

建成区的环(共19个)；利用ArcGIS9。2软件中的叠置分析功能，对

各时期的用地进行切割，并利用ArcGIS9．2软件中的Spatial

Analyst／Zonal Statistics命令进行统计，得到5个年份内的居住

用地、工业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占地面积的数据，从而可以从时间和

空间薅个方面对城市主要功能用地类型的圈层分布及其变化特征进

行分析，总结出怀化城市内部用地形态变化的时空规律(图3-10)

(1)工业用地

城市工业用地的发展规模和空间布局定位对城市空间形态与结

构的影响十分突出。一方面，城市工业用地所占的比重甚大；另一方

面，城市工业用地空间布局有其特殊的要求，对城市其它用地，如居

住用地、交通用地等会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结构

的演化方向H3。

图3-11 1973—2007年闻王业用地面积的豳层分布≯

图3-11反映了怀化工业用地的空间圈层分布状况。可以看出，

研究期内各圈层的工业用地基本上处于逐渐上升的态势，但具体来

说，1973-1992年工业用地较少，且主要分布在1．7叫．7千米范围内，

在2．7千米处形成波峰；1992年以后，工业用地出现快速增长，1999



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特征及影响冈素研究

年工业用地除在原先1．7-4．7千米范围内有所增加外，另外在

5．2—8．2千米范围内形成了新的工业用地布局区，工业用地增长较快；

1999—2007年，工业用地较前几个时期增长要快得多，特别是在2．2

和6．2千米处增长得最多，形成了两个波峰。

图3—12 1973—2007年工业用地圈层分布面积变化

从图3-12可以看出，1999-2007年间是工业用地增长最快的时

期，新增的工业用地主要集中分布在0．7-3．2千米和5．7-7．0千米范

围内，而5．5-6．0千米和7．0-7．7千米范围内工业以内工业用地有少

量下降。1992—1999年间新增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4．7—8．2千米范围

内，而在3．2-4．7千米范围内工业用地有所下降。而1992年以前，

工业用地较少，主要集中在1．7-4．7千米范围内，变化甚微。

(2)居住用地

从图3-13可以发现，1973年居住用地主要集中在0．7-3．2千米

范围内；1983年居住用地开始扩展到6．2千米处，且主要集中在

2．2—6．2千米范围内增长；之后至1999年间，居住用地主要在原来

的基础上扩展，其中以0．7-3．2千米范围内扩展最多，且在2．2千米

处形成一个波峰；1999年以来，居住用地呈现快速增长，主要集中

在0．7—3．2千米和5．7-7．2千米范围内。尤其以2．2千米和6．2千米

处增长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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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1973～2007年居住用地面积的圈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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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1973—2007年居住用地圈层分布面积变化

进～步分析居住用地面积变化(图3-14)，可以发现，1973-1999

年间，居住用地在各圈层均有增加，且呈现各时期交错增加，增加的

幅度也基本相当，其中1973-1983年间，居住用地在2．2-3．2千米范

围内增加相对较多；1983-1992年间，居住用地在1．7-2．7千米范围

增加相对较多，1992-1999年间，居住用地在1．2-3．2千米和5．2-6．2

千米范围增加相对较多。1999年以后，居住用地呈现快速增长，增

长幅度明显快于之前各时期，其中尤其以1．2-3．2千米和5．7-7．2千

米范围内增加最多。

(3)公共设施用地

从公共设施用地的圈层分布来看(图3-15)，1983年前，公共设

施用地主要集中在距离湘黔、枝柳铁路交汇点1．2-3．7千米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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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和1999年分别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展，并将分布范围延伸到6．2

千米处，且在5．2千米处形成另一个波峰；1999年以后，公共设施

用地的增加主要集中在3．2-7．7千米之间，出现向外扩展的趋势。

图3一l 5 1973—2007年公共设施用地面积的圈层分布

从公共设施用地增长的圈层分布来看(图3-16)，1973-1983年

间，公共设施用地在各圈层呈现均匀增加；1983-1992年间，公共设

施用地增加主要在1．2-3．2千米和3．7-5．7千米范围内；1992-1999

年间，主要集中在2．2-5。2千米范围内，且增加幅度相当；1999以

后，公共设施用地增长较多，其中，2．7-7．2千米范围内增加较多，

尤其是6．2—7．2千米范围内，而1．7-2．7千米范围内不增反减，这与

行政中心的搬迁不无关系。

图3-16 1973-2007年公共设施用地圈层分布面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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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主要功能用地的形态特征

3．3。2。1功能地块的格局特征

城市主要功能用地地块面积的大小反映了其地块的规整性，利用

景观生态学的有关测度指标，如地块面积的平均值(mean

area，AREA—MN)、地块面积加权平均值(area_weighted mean

area，AREA_AM)、最大斑块指数(1arge patch index，LPI)等可以测度

地块匠积的平均规模、破碎化程度以及差异。其表达式分别为

AREA MN=罗aij／ni
7=I。

AREA AM=口磅晖j窿}j
． 管 ．

LPI=‰max(aij)／A]×100

表3-9 1973-2007年怀化城市用地地块完整性统计

表3-9反映了1973-2007年间城市用地地块平均面积和最大地块

指数的变化。地块平均面积先升后降，焉面积加权平均值先降后升，

总体来说，变化幅度不大，略呈上升趋势，说明城市用地地块的平均

面积呈现略微扩大的趋势；最大地块指数也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总

体来说显示出城市用地地块面积之间的差异扩大的趋势。不同功能用

地的地块面积均值及其变化过程差异较大(图3-17、图3-18)。

3．3．2．2功能地块的空闯集聚特征

利用景观生态学的方法，选用斑块聚合指数和斑块密度两个指标

来测度功能地块的空闻集聚特征(图3-19、图3-20)。各指标的特点

和表达式说明如下：

斑块聚合指数是测度相应斑块类型的自然连通性。在设定范围

内，斑块聚合度对关键类型的集聚程度敏感，这种斑块类型越集聚分



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特征及影响冈素研究

图3-1 7 1973-2007年三大用地地块面积加权平均值变化

图3-18 1973-2007年三大用地地块最大斑块指数变化

布(丛生)，聚合度越高；相反，在阈值以外，聚合度对于斑块的结

构不敏感。其表达式为

COHESION=

斑块密度为

善尸《『白。
1一 !：!

喜剧厨

35



硕j：学位论文

PD一-筹(10000)(100)
以上表达式中，a；，为第i类用地第j个地块的面积，A为总面积，

Ni为第i类的地块数量，P；。为第i类用地第j个地块周长，m、n分

别表示用地类型和某类用地地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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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1973-2007年主要用地地块聚合度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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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20 1 973-2007年主要用地地块密度变化

(1)工业用地

1973年以来，工业用地的聚合度略呈上升趋势，表明工业用地

增长速度缓慢；而地块密度1992年之前基本维持稳定，之后便逐步

下降，表明1992年之后，随着湖天开发区、河西新区、城东新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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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的设立，工业用地空间分布相对分散，密度下降，但随着各开

发区的壮大，未来工业用地将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形态。

(2)居住用地

自1973年以来，居住用地的聚合度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

是1999年以后，更是上升明显，显示出居住用地的快速扩展且开发

比较集中，特别是1999年后，随着各类型住宅小区的快速开发，使

居住用地的集聚指数进一步上升，总体来说，居住用地的空间分布比

较集中。

而居住地块的密度也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不大，

1999年前，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和工业用地扩展速度相差不大，

因此地块密度基本稳定。1999年后，居住用地扩展明显快于工业用

地和公共设施用地，又加上工业用地较分散，所以地块密度快速上升。

(3)公共设施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的聚合度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公共设施用地

的增长，导致空间距离的降低，空间聚合度提高。说明公共设施用地

增长呈现出集中分布的趋势。

3．3．2．3功能地块形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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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1973-2007年主要用地分维数变化

利用分维数可以分析城市主要功能用地的形状变化(图3-21)。

1973—2007年间工业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的分维数较低且变化平稳，

说明其用地形态相对简单、规整。而居住用地地块的分维数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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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变化比较平稳，之后到2007年分维数迅速上升，说明居住用地

由20世纪的集中开发走向了2王世纪的分散开发，带来了溺地形状的

变化，地块的规整性也逐步下降。

3。3。2．4功能用地异质性特征

异质性和多样性一样是景观生态学的两个重要的概念。多样性主

要描述斑块性质的多样化，而异质性则是描述斑块空间镶嵌的复杂性

H1，或者异质性研究主要侧重于空间、时间和功能上的异质性，其中，

空间结构异质性是指景观结构在空间分布上的复杂性。对于城市形态

丽言，表达形态内在特征的指数常选用异质性指数(heterogeneity

indices，}{I)它反映了城市内部形态的多样性特征嘲3以及城市功能空

间混合使用的程度。常用的有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和S impon

多样性指数。表达式为

H一罗(∥×Inp／)，H 7-H／N
麓

式中，}l为信息量(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i为空间类

型，P；为属于类型i的空间个体在全部个体中的比例(这里用某类型

用地占总用地比重表示)，N为类型数。H 7为多样性指数。

本文对研究区1973—2007年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进行计

算，结果如图3-22。

图3-22 1973-2007年怀化城市空间异质性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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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22可以看出，多样性指数从1973年的1．02迅速上升到

1983年的1．07，然后又缓慢下降到1992年的1．05，再急剧下降到

1999年的O．99，再缓慢下降到2007年的O．98。说明怀化城市空间

异质性指数较低且总体呈下降趋势，异质性均度H 7(0．123—0．133)

较低仍然是怀化城市内部形态的基本特征，土地利用空间分布不均

衡，混合使用程度差；形态多样性较小，怀化城市用地是由几个主要

的用地类型占主导地位。

3．4城市形态存在的主要问题

3．4．1城市路网不合理，形态比较松散

1970年，国家修建湘黔、枝柳铁路，在怀化交汇，受“山、散、

洞’’建设思想的影响，导致铁路从城区中间穿过，将城区分割得七零

八碎，影响城市道路的建设，虽经过30多年的城市建设，城区道路

仍不完善，断头路、丁字路仍然很多，城区东西方向只有迎丰路一条

主干道，南北方向的红星路、湖天大道、锦溪路、人民路也被铁路切

断，未能贯通，致使城市沿迎丰路向东延伸较长，南北方向发展不够，

呈“T"字型，形态比较松散。

3．4．2城市山水受挡，生态空间挤占严重

“四山五水”是怀化城区的宝贵生态空间，其中舞水河和太平溪

是“五水"中最大的两条，且呈“Y”字穿城而过，但是大量污水直

接排入河道，特别是太平溪水体黑臭，不仅破坏视觉景观，也使人们

产生厌恶感，河道及周边地区总体生态环境恶化，加上河道背水开发

严重，高大建筑挤占水边空间，失去了景观价值。另外，位于城市周

围的“四山”(即东北的钟坡山、正北的韭菜坡、西南的南山寨和东

南的凉山)也被城市建设切割、阻挡，城市生态空间挤占严重。

3．4．3城市文化缺失，民族特色得不到体现

“五溪"一沅水中上游的五大支流，将武陵、雪峰两大山系阻隔

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自然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民族文化就是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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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特殊山水环境中，息息相关，代代繁衍，相互借鉴、交融、渗

透，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的文化一“五溪弦文化。而怀化位

于“五溪"文化的中心地带，但是在怀化城区很难发现“五溪’’文化

的影子。两稻作文化、侗文化等少数民间艺术也同样得不到体现，与

中国众多的城市一样，到处呈现“千城～面"的景象，一些原来颇具

地方特色及民族特色的城区，正在被千篇一律的新建筑所淹没。

4怀化城市形态演化轨迹及形成机制

4．1城市形态演化轨迹

根据怀化城市时空扩展、外部形态演变、内部结构演化等过程与

特征，可以将怀化城市形态演变划分为5个阶段(图4-1)。

4。'。．1从据点到数点组园型({983年蘸)

自西汉形成集镇至1970年，怀化(榆树湾)仅修建了人民路、

舞水路、沿河路等几条街道，城市形态主要沿舞水河及怀芷公路形成

点状，城市空间呈现自由发展的点状扩张，显得散乱、无序。1970

年，修建湘黔、枝柳铁路，曾先后在1972、1974、1977年进行了三

次城市规划编制指导建设，但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以有利于“三线修

建设，“备战、备荒”为基本原则，提出“要把怀化建设成为不像城

市的城市”，“山、散、洞"思想依然支配城市建设，呈现沿几条公路

发展，分为5个组团：榆树湾中心区、迎丰行政区、湖天桥仓库区、

铁北区、杨村工业区，整个城市呈现一种散点组团型形态。

4．1。2从散点组团型到团城型(1984-1992年)

这个时期，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下，城市经济开始恢复，

加上1980版的城市规划得到了批准，城市建设开始走入正轨，进入

新的发展时期，针对当时城市存在的问题，按照“对内对外，填空补

齐，紧凑发展、努力配套"的原则，城市开始向轴间填充发展。另外

在鸭嘴岩和坨院两地由于城市工业的布局，逐步发展成为两个工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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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点。总体来看，城市空间扩展以内部填充为主，适度向外扩张，即

边缘式缓慢增长，同时在城区正东方向和正南方向由于工业发展，逐

步形成两个据点，总体上呈现团城型。

图4-1 1949-2007年怀化市城市扩展轨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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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从团城型到枝状放射型(1993-1999年)

这一时期是怀化城市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经济发展的恢复、体

制改革的深化，城市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同时带动了城市快速

扩张。在形态扩张的方向上，以离心扩散为主，呈现分散发展和枝状

触角的特征。一方面，团城地区已基本上没有扩展空间，城市只有向

四周扩展，而正北方向是钟坡山国家森林公园，不能扩展，因此，城

市只有向东、南、西三面扩展。另一方面，随着1995年湖天开发区

和河西新区的设立，给城市空间扩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在河西新区，

沿着舞水大桥、舞阳大道枝状扩展；在湖天开发区沿着湖天大道向南、

正清路向东轴向伸展，与鸭嘴岩工业基地基本连接起来；同时，沿着

迎丰东路向东扩展，与坨院连接起来，沿武陵路和锦溪北路向北扩展。

呈现枝状放射型的城市形态。

4。{。4从枝状放射型到“I”字型(200沪2007年)

进入2l世纪后，怀化经济发展步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城市规模

迅速扩展。这一时期，在加大湖天开发区、河霹新区开发的基础上，

给予大学城很高的定位，在坨院基地的基础上成立了城东新区，建设

了怀化学院东校区、火车东站、区政府新址等，希望能够带动城区向

东发展，成为城市的另一个中心，有效缓解城区传统中心过度拥挤的

压力。在这种状况下，城东新区沿坨院路、金海路、船林路、卢林路

扩展开来。随着顺天路、环城路、锦溪南路、红星南路等道路的拓展

和拉通，城区迅速向四周扩展开来，城市基本骨架进一步拉大，在团

城型城市的基础上向东进～步拉伸，呈现“T"字型城市形态。

4。2城市形态演变影晌因素分析

4．2．1自然地理条件

自然地理条件主要是指城市周围的地形、位置、水文、气候和资

源分布等自然地理特征。任何～个城市都是坐落在具有一定地理特征

的地表上，其形成、建设和发展都与自然地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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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地形对怀化城市扩展的影响

图4—3 水系对怀化城市扩展的影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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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地质、地形、地貌、水文、资源等自然地理要素相互交叉

组合在～起，构成了城市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形成了城市区域自

然地理环境。可以说，自城市产生之固起，自然地理环境就成为城市

空间扩展十分重要的基础条件。它通过各要素反映出来的自然地理环

境特征，直接影响城市空间扩展的潜力、方向、速度、模式以及空问

结构等。在怀化城市空间形态演化过程中，水系条件和地形条件对城

市的产生和形态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1)地形条件

怀化城区的正北为高500多米的韭菜坡，西北为高600多米的钟

坡山，西南为高400多米的南山寨，东南为高1000多米的凉山(如

图4-2)，这些丘陵、山地成为阻碍城市空间拓展的自然屏障，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主要向东和向南方向扩展。

(2)水系条件

怀化城市形态，自其萌芽起，就一直受到水系条件的影响，怀化

城区内有五条溪河(舞水河、太平溪、锦溪、板木溪和潭口溪)穿城

而过。“五溪”在不同时期直接影响了怀化城市形态的形成和演变。

舞水是怀化城市形态最初形成的主导因子，舞水水资源丰富，水运条

件便利，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成为早期城市建设的主要地

带，其支流太平溪由东北向西南汇入舞水河，与舞水河呈Y字形交叉，

由于太曲折蜿蜒、急湾、卡口变迁无常，洪水时期冲淤严重，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向东南方向发展(图4-3)。

4．2．2政治与政策条件

城市从产生到发展，每一个过程无不与政治、政策有关油1。在

1942年国民政府建立怀化县、县治设在怀化驿(今泸阳)之前，怀

化一直缓慢自然的发展。直到1949年，人民政府将县治从泸阳迁至

榆树湾，给怀化发展带来了机会，特别是国家的三线建设，使怀化成

为了湘黔线和枝柳线的交汇点，新中国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大量入

口开始涌向怀化，加上铁路人口，使怀化的人口急剧增加，1979、1983、

1997年怀化先后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建制市(县级)、撤县并市、撤地

改市，推动了城市的建设，促进了城市形态的演化。进入新世纪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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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湖南湘西地区开发等战略的实施，更是

给怀化的城市发展带来了机遇。总之，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因素，

对怀化的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4．2．3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

在城市形态演化过程中，经济因素始终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内在

力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使城市中的部分功能发生了变

化，而城市形态在适应功能变化的同时也在发生着演变呻引。经济发展

的周期性决定了城市空间扩展速度和扩展模式的周期性变化，城市地

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演变是城市空间扩展的直接动力H3。

从图4-4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怀化的经济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1978-1991年间的GDP缓慢增长阶段，1991—1999年间的GDP快速增

长阶段和1999年以来的GDP高速增长阶段，这与城市的空间扩展阶

段非常相似。另外，从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来看(图4—5)，第一产

业比重由59．5％持续下降到23．5％，而第三产业由16．2％迅速增长到

46．3％，而第二产业由24．3％缓慢增长到29．9％。这说明经济增长、产

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动力之一，城市形态是随着工

业化的发展而演化的。从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动、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比

重、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和主导产业的升级

等方面可以判断出怀化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由工业化准备阶段进

入到了工业化的初期的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促进，合力推动着

怀化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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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1978年以来怀化市GDP增长曲线图

资料来源：怀化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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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1978年以来怀化市产业结构变化图

资料来源：怀化市统计年鉴

4。2．4社会文化因素

城市形态不仅仅是城市物质形态的表征，更是社会文化长期积淀

和作用的结果，城市形态的演化折射出城市文化内涵对其产生的影响

哺9l。而影响怀化城市形态发展的诸多社会文化中，最突出的是城市建

设思想对城市形态的影响。怀化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最早确立于湘

黔、枝柳铁路规划。1972年，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派工程技术人员协

助怀化规划建设办公室进行怀化城市规划准备工作。并传达上级关于

怀化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即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城市”，使之

成为今后其它类似城市建设的样板，总的要求是“既不像城市，又不

像农村，既有城市的味道，又有农村的风光”。总之，以“山、散、

洞"为指导思想进行怀化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怀

化城市规划和建设采取依山傍水、充分利用丘陵地形安营扎寨，围绕

铁路进行设计的方案。因为怀化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稍早于城市规划

和建设，加上“山、散、洞”指导思想的影响，铁路宽达2 2 0米、

长约4公里的编组站场便占据了城市中心一大片较平坦的地方，它相

对高程低，占田少、所以建设工程量小，投资省。但却造成了城区在

两条铁路交叉分割的四个象限内发展，把城区切割成四片，四片之间

的交通联系道路要穿越铁路，这样就加大了建设难度且提高了建设费

用，因此出现了很多的丁字路、断头路，而直通路少，影响城市形态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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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的构成及其发展变化与怀化城市形态的演变有着极为密切

的关系。白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铁路建设以来，城镇人口结构变

化异常，50多年来出现了六次较大的变化，人口的变化促使城市形

态发生变化。 ·：

(1)1949—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榆树

湾城镇人口3800多人，由于经济基础差，导致部分人口外迁，4年

间人口下降200人。城区面积在1949年的不足l平方公里的基础上

增长缓慢。

(2)1953—1960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跃进时期。榆树湾工

农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城镇建设有了一定起色，城镇人口增加到1．23

万人，城区面积也扩展到1．23平方公里。

(3)1960—1969年，调整时期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自然

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其他政治因素的影响。1969年人口下降到

7757人，城区面积仅缓慢增长到1．79平方公里。

(4)1969-1979年，怀化铁路修建和建镇时期。由于铁路交通

枢纽的形成，城镇人口直线上升，1979年城镇人口达5．75万人。城

区面积也扩展到9．75平方公里。

(5)1979—1997年，怀化建市20年时期。由于怀化成为所在地

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人口直线上升，1997年城区人口

达到23．5万人，城区面积扩展到23．5平方公里。

(6)1997—2007年，怀化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由于经济体制的

改革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2007年城区人口达到34．8万人，城区面

积扩展到32．28平方公里。

4．2．5交通运输条件

城市交通网络作为城市空间形态和结构关键构成要素之一，对城

市空间形态的演化起到重要的决定和引导作用。城市交通网络的生长

带来了城市可达性范围的扩展，为城市空间增长和土地利用提供了先

决条件，使得城市建成区的范围得以不断突破原有的城市的边界而延

伸到更远的地方。原来属于郊区的那些地方不断被改造和建设并被吸

纳到城市中心内，新的发展不断地使那些未经开发的乡村和绿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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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郊区，从而使城市空间形态发生变化醴，。

在交通运输条件中，铁路对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的影响最为突出，

其对怀化城市扩展既有吸引的作用，也有“门槛"的作用，两种作用

交织在～起，但不同时期侧重点不一样∞川。从1970年湘黔、枝柳铁

路的修建到1992年间，铁路对城市扩展以吸引为主，表现为城市沿

铁路快速发展，在其分害I形成的第三象限(按顺时针，东北方向为第

一象限)内发展最快，与老城区连成一片，成为全市的中心，城市形

态紧凑。之后，城市为寻找发展空间，不得不跨越铁路，在其它三个

象限内均有发展，受其“门槛"作用的影响突出，期间，1995年湖

天开发区的建设对城市向东南方向发展有一定带动作用，但明显受到

铁路分割的影响，2l世纪来的城东新区和火车东站的建设也对城市

向东发展有～定的带动作用，也没有摆脱铁路的分割的作用，使城市

形态走向松散(见图4-1)。

其次，城区主要干道的修建对城市发展也有巨大推动作用：

1949-1983年，修建和改建的主要道路有沿河西路、沿河南路、舞水

路、武陵路、红星路、团结路、市委路、板栗弯路、冷环冲路等，因

此城市主要围绕舞水河和铁路围绕的区域发展，初期的沿道路两侧轴

向发展，后期呈现内向填充特征；1984-1992年，随着天星路、迎丰

中路、迎丰东路、怀芷路、人民北路、锦溪南路、锦溪北路、杨树路、

石门路等修建，城市向东沿迎丰路、石门路、杨村路扩展、向西沿怀

芷路扩展、向北沿锦溪路、武陵路扩展、向南沿锦溪南路扩展，呈现

沿道路枝状轴向扩展特征；1993-1999年，隧着舞水大桥及舞阳大道、

湖天大道、舞园路的修建，城市向西通过舞水大桥沿着舞阳达到伸展，

在湖天开发区沿着湖天大道、舞园路向南扩展；1999-2007年，在河

西沿着神龙北路、神龙南路向南进一步扩展、在湖天开发区沿着天星

东路向东扩展、沿着湖天大道、舞园路进一步向南伸展、在迎丰区沿

着顺天路向北伸展，在城东新区沿金海路、船林路、卢林路轴向扩展。

4．2．5城市规划因素

工业社会以来的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以城市规划为直接表现的

外部组织机制特征尤为明显啪3。作为人类的能动作用施于城市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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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体现，城市规划通过引导和控制，对城市空间的发展进行人为干

预，以期达到既定的规划目标和空间效果。人类的干预，有可能对城

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的演化产生三种影响：一是当人类组织力与城市空

间自我发展的力量耦合同步时，可以加速空间的发展；二是阻碍或延

缓城市空间自我发展的过程；三是修正空间自组织的方向，这完全取

决于人们主动作用的目的、方式与能力，他与人们的价值观及主观取

向是直接相关的H¨。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产物与人类社会经济文

化活动在地域空间上的投影，城市形态的发展与演变更多的是人类有

意识的规划的产物，受到人类强有力的干预。虽然城市规划所表现的

是城市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其本身并不能决定城市的发展方向，即城

市规划不是城市发展的直接动力，但对于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起到了

重要的引导和控制作用。事实上，城市具有通过其内在的张力实现形

态多样化的潜力，这种潜力构成了城市形态完整之动力。在这一过程

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自身的活动，它参与城市形态的塑造，影响

城市形态的构成H别。作为人类活动的组成部分和政策导向，城市规划

在城市形态的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表4—1历次城市规划有关城市性质与定位的表述

时间(年) 城市性质与定位

要把怀化建设成为一个不像城市的城市

我国西南重要交通枢纽、怀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轻工、

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的新兴中等城市

国家的铁路交通枢纽，一个以电子、轻纺工业为主的湘西中心城市

国家的铁路交通枢纽，湘、桂、黔、渝、鄂五省(区、市)边区重

要的中心城市

国家的铁路交通枢纽，湘、桂、黔、渝、鄂五省(区、市)边区的

经济中心和商贸物流中心，一个功能完善、山水生态、文明和谐的

现代宜居城市。

通过对历版城市总体规划极其实施结果评价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表4-1)，在怀化的城市建设历史中，城市规划一直对城市空间形

态演化起着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城市形态历经“据点型"一“散

点组团型"一“团城型”一“枝状放射型”一‘‘‘T’字型”等多个阶段

性发展状态，逐步演化，城市空间拓展脉络十分清晰。历版城市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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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在城市定位、结构形态等方面都有延续性的认识和新的突破。

4。3城市形态演化的形成机制

城市形态演化是一个具有阶段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过程，是“政

府力(主要指当时当地政府的组成成分及其采用的发展战略)"、“市

场力(主要包括控制资源的各种经济部类及与国际资本的关系)"、“社

区力(主要包括社区组织、非政府机构及全体市民)”⋯等多重驱动

力的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怀化城市形态扩展特征及影响因素的分

析可知，由于政治政策条件、入口与经济的发展、交通设施建设、城

市规划号|导等因素的影响，怀化城市扩张速度与扩张强度逐步上升，

城市形态逐步演变。丽整个城市形态演变过程所体现出来的阶段性特

征，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同阶段的主导影响因素不同H朝(图4—6)。经

济与人口的增长不断推动着城市土地的扩张，其增长速度的阶段性差

异直接影响扩张的速度与强度。交通设施建设始终是引导城市扩张的

动力。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在任何时候都是无法逾越的，有利于城

市扩张向理性化方向迈进。在经济、交通、自然地理条件共同作用的

同时，其它相关影响因素在不同时间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1969年

前，怀化仅是一个小镇，经济发展缓慢，城市主要沿舞水河缓慢发展，

1970—1979年，湘黔、枝柳两条铁路的建设，对城市由据点向散点组

团扩张起了主要作用；1980—1992年，由于城市规划的引导，轴闻填

充促使城市由散点组团向“团城"发展，1993-1999年，伴随着开发

园区的建设，为城市的枝状放射扩张提供了动力。2000—2007年，由

于新区建设、行政中心搬迁、房地产开发等，带动城市向轴向伸展和

轴闻填充并存。轴闻填充、枝状伸展以及圈层式扩张，共同造就了怀

化的城市形态。丽这三种扩张形态存在着时间上的有机叠加，同时也

是主导因素推动下的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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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结论

图4-6怀化城市形态演变及影响机制研究图

5结论、建议与展望

本文以城市用地及空间的拓展作为切入点，以城市规划现状图、

怀化市1：10000地形图、土地利用现状图、遥感影像图、社会经济统

计数据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为基础，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

9．2)和统计分析软件(SPSS 11．5)，采用空间形态分析(叠置分析、

距离分析、缓冲区分析等)、地统计分析、等扇分析、文献分析、景

观测度及分形理论方法等研究方法，对怀化城市形态的演变特征、轨

迹、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景观生态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

的有机融合为城市形态演变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GIS手段、分形及

景观测度等方法的结合为城市形态演变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撑。

(2)从城市扩展的时空特征分析的结果可知，怀化城市扩展在

时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69年前为缓慢扩展期，1970-1983为快

速扩展期，1984年后为稳步扩展期；在空间上以西南、东、北等为

主要扩展方位。

(3)从紧凑度指数、分维数和形状指数对城市外部形态演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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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分析的结果可知，怀化城市形态比较松散，城市扩张有一定的“趋

圆性"。从主要功能用地结构及演化、圈层分布对城市内部形态演变

特征分析结果可知，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在城市用地

构成中占据较高比例，且居住用地面积比例不断上升、而公共设施和

工业用地比例持续下降，居住用地扩张速度最快、强度最高，公共设

施用地其次，工业用地再次；三大主要功能用地都呈圈层向外扩张的

总体趋势，其中居住用地圈层扩张最为明显，而工业用地集中在特定

几个圈层扩张，公共实施用地呈圈层间交错扩张的趋势。

(4)根据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特征的分析，发现怀化城市形态存

在：城市路网不合理，城市形态松散；城市山水受挡，生态空间挤占

严重；城市文化缺失，民族特色得不到体现等问题。

(5)运用系统论的思想对怀化城市形态演化的动力机制进行探

索，发现：经济发展、交通牵弓|、自然地理条件限制伴随怀化城市形

态演化的全过程，国家“三线"建设，湘黔、枝柳铁路修建并交汇于

怀化成为20世纪70年代城市形态演化的主导因素，而“山、散、洞"

的建设思想至今还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化，规划引导在1980年后才

开始发挥作用，园区开发成为1992-1999年城市形态演化的主要动

力，新区建设、行政中心搬迁、房地产开发推动着2000年以来城市

形态的演化o

5．2建议

根据前面对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以可

持续的城市形态为目标，对怀化城市形态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王)南延北拓，引导城市形态紧凑化

从怀化城市的现状形态来看，城市形态呈“T”字型，向东拉伸

很长，且城东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主要依靠迎丰路，十分不便。因此，

在今后的发展中，应积极引导城市向东南发展杨村组团，向东北发展

迎丰组团，促进城市向四个中心八个组团发展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

城市形态的紧凑化。

(2)显山露水，促进城市形态生态化

怀化城区起伏跌宕的地形和生态浸润的水土为建设山水园林城



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市提供了优越的生态条件，但是怀化现有的城市建设中看不到山水的

特色景观，今后应该加强舞水、太平溪、锦溪、潭口溪、板木溪等溪

河治污还绿，恢复城市水系的生态功能，形成城市的生态廊道，同时

注重对城区周边建设与钟坡山、凉山、韭菜坡、南山寨等山体的协调

融合，使城市形态向生态化的方向发展。

(3)优化路网结构，提升城市形态宜居性

由于地形、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影响，铁路对怀化城区道路的分隔

十分严重，导致城区道路网布局不合理，丁字路、断头路随处可见，

影响道路通达性，今后首先应该加快湖天大道、天星东路的开发建设，

促进城市“井”型道路骨架的形成，提高城区道路的通达度，为居民

出行提供便捷交通。同时注重发展完善多功能的社区，为居民提供多

样化的就业机会、全面的康乐设施和交往空间，提升城市形态的宜居

性。

(4)突显民族与文化特色，增强城市形态文化性

今后在老城区的更新中，应注重汲取侗族等少数民族建筑元素，

使多变张扬的少数民族风貌与生态简洁的现代新城景观有机结合，突

显民族特色；在城市绿化中，将水稻文化进一步延伸，以工艺品水稻

(彩色稻、装饰稻、水稻造型等)作为展示，形成田园牧歌的整体城

市景观，突出怀化地方特色，以增强城市形态的文化性。

5．3展望

本文融合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景观生态学等学科理论，运

用GIS技术手段将空间形态分析(叠置分析、距离分析、缓冲区分析

等)、地统计分析、等扇分析、文献分析、景观测度及分形理论方法

等研究方法引入到城市形态演变特征研究之中，以系统科学理论为指

导，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城市形态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

基础上，对未来怀化城市形态发展提出了建议。这对怀化目前正在进

行的“两规"修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对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

及机理研究有一定的深化。但是碍于资料获取的难度与时间的有限

性，在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

(1)由于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图的不完整，本文对城市形态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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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特征的分析不够深入，因此，为了更准确的考虑城市形态发展方向，

此问题有待今后解决。

(2)本文利用空闻形态分析、景观测度及分形理论方法对城市

形态演变特征进行研究过程中，由于资料的有限性，只对二维层面的

形态特征进行分析，缺少垂直层面的形态特征分析，因此分析结果不

够全面，这是下一步研究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3)长期以来，由于城市形态演变的复杂性，理论方法也很多，

但主要是从空间形态分析方面对城市形态的演变特征进行研究，而从

环境行为及政治经济学方面研究较少，本文主要是从空间形态分析的

角度对怀化城市形态演变特征进行研究，而缺少对城市形态的环境行

为及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这是我下一步的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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